
������本报讯 （通讯员 张臣）
张家界市桑植县59 岁的熊先
生 （化名） 近 3 年来多次发
生脑梗， 近日在湖南省第二
人民医院 （湖南省脑科医院）
确诊， 罪魁祸首竟在心脏。

熊先生近 3 年来反复出现
头昏、 头胀、 吐词不清、 一过
性视物模糊、 阵发烦躁等各种
不适表现。 他曾在多家医院就
诊， 行头部 CT 或磁共振检查
每次明确诊断均为脑梗死， 但
病灶在不同部位。 一个月前，

熊先生再次出现相关症状， 为
求进一步治疗， 他来湖南省第
二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就诊。

该院心血管内科医师刘
曦接诊后， 经查看资料并详
细询问病史， 考虑熊先生心
源性栓塞性卒中可能性大 ，
虽然普通心电图无明显异常，
但为明确是否存在心脏疾病
或危险因素， 为他完善了 24
小时动态心电图， 最终确诊
熊先生反复发生脑梗死的根
本原因就在于阵发性心房颤

动病变。 据悉， 房颤导致脑
栓塞的原因是， 房颤发生后，
心房无法正常收缩， 房颤会
使得左心房附近的附属结构
即左心耳内部血流缓慢并淤
滞， 进而导致血栓形成， 一
旦左心耳内的血栓脱落， 血
栓会由左心房到左心室， 再
由左心室随着血流泵送到主
动脉及其分支， 从而可能栓
塞到外周任何部位的末梢动
脉血管， 最常见的便是进入
脑血管造成脑梗塞。

本报讯 （通讯员 刘丹 彭湘粤） 9 个月大的宝
宝霖霖 （化名） 几天前在家误吞一枚金属别针， 家
长带孩子在当地医院做 CT 发现， 别针针尖暴露在
外， 呈大 v 型嵌顿在 “第六颈椎与第一胸椎之间”，
当地医院认为这种尖锐异物手术风险大， 建议转到
湖南省儿童医院。 随后，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
师充分评估霖霖病情后迅速组织专业团队， 在急诊
全麻下为其进行了食管镜检+取异物术， 术中取出
一枚前端张开的别针， 术中发现霖霖的食管黏膜有
划伤， 异物取出后仍需继续治疗， 并通过靠鼻饲管
进食。

该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医师黄敏提醒家长：
要加强安全意识， 家中保管好细小的物件， 不要随
意摆放， 如纽扣、 硬币、 小玩具、 电池等； 教育孩
子不要将这些物品放在口中玩耍。 同时儿童吃饭时
要集中注意力， 做到细嚼慢咽； 对婴幼儿在喂养时，
要仔细剔除饭菜里面的骨头， 衣物上不要佩戴小饰
品， 如别针、 胸针、 长命锁等。 发生误吞异物时，
应及时到有条件的医院就诊， 禁止自行吞服饭团、
馒头、 韭菜等食物， 以免加重损伤， 增加手术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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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男儿有泪不轻弹 ，
可当医生把从孩子气管里取
出的牙齿拿给在手术室外焦
急等待的段先生看时， 他的
眼泪 “刷” 地流下来。 “我
这是激动啊 ！ 之前好紧张 ，
怕孩子有生命危险， 这下放
心了！” 看着手里这颗大大的
龋齿， 段先生感慨万千。

段先生的儿子小蒋今年
10 岁， 是冷水江市一名五年
级的学生。 不久前， 小蒋和
同学们一起打篮球时被球打
到脸。 当时他感觉自己的牙
齿被撞进了嘴里， 还呛了一
下。 回到家， 小蒋告诉家人
“好像吞了个牙齿下去”。 段
先生想着牙齿吞下去了， 应
该可以排出来 ， 就没在意 。
看小蒋咳嗽得厉害， 他还以
为孩子是感冒了 。 第二天 ，
孩子开始发烧， 段先生便给
他吃了感冒药， 也不见好转。
第三天， 家人又带小蒋到诊
所里打针， 情况却仍在恶化。

眼见着情况不对， 段先
生立即带着小蒋到冷水江市
人民医院进行检查。 在 X 片
下， 医生看到孩子的气管里
有异物， 段先生这才想起可
能是那颗大牙惹的祸。 医生
告诉段先生需要将异物取出，
可风险很大， 建议他转上级
医院。

于是， 当天下午， 段先
生带着孩子来到了娄底市中
心医院急诊儿科。 经过会诊，
小蒋住进了该院 8 病室 （耳
鼻咽喉头颈外科）。 这时小蒋
已经有些呼吸困难， 脖子变
粗， 右侧胸口也感觉有胸闷
胸痛。 管床医生谭孟婷告诉
段先生， 孩子目前的情况十
分危险。 由于气管破裂， 气
管里的气体就跑到了别的地
方， CT 显示已经出现了严重
的皮下气肿和纵隔气肿， 如
果不及时取出异物会引起心
脏压迫和胸腔感染， 这些都
可能导致心脏骤停等生命危
险， 必须马上将异物取出。

磨牙是口腔后面的大牙 ,
是咀嚼食物时咀嚼效率最高
的牙齿。 可到了气管里， 却
成了取出难度最高的异物之
一。 它个头大， 有一两个厘
米宽， 表面又十分光滑， 容
易夹不稳， 很可能滑落堵住
主气道发生危险。 再加上停
留在气管的时间长， 感染明
显 ， 到处都是白色的脓液 ，
稍微触碰就容易出血， 视野
很不好。 对医生来说， 风险
很高、 压力很大。 如果选择
开胸或者气管切开取出异物，
对医生来说更容易， 可考虑
到孩子还小， 这样会造成气
管狭窄和留有疤痕， 影响孩

子的成长， 医生们还是决定
直接从气管 “拔牙”。

在完善相关术前准备后，
在手术室和麻醉科的通力配
合下， 由五官科党支部副书
记、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治医
师颜梅生、 丁传金组成的手术
团队为小蒋进行支气管镜下
异物取出术。 在专家们精准
的技艺和娴熟的操作下， 准确
地将这颗大大的乳磨牙固定，
然后小心翼翼地穿过小小的
声门， 将其顺利取出。 随后小
蒋康复出院， 段先生将一面鲜
红的锦旗送到了颜梅生的手
里。 这面小小的锦旗， 饱含段
先生全家深深的谢意。

娄底市中心医院耳鼻咽
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兼耳科主
任、 主任医师张艳红提醒广
大家长： 呼吸道异物是最常
见的儿童意外伤害之一， 也
是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
不仅有牙齿 ， 包括螺丝钉 、
铅笔、 花生米、 鸡骨头， 都
曾在孩子气管和肺部安过家。
因此， 要避免给 3 岁以下儿
童吃花生、 瓜子、 豆类等坚
果类食物； 口含食物时或进
食时 ， 应避免嬉笑 、 哭闹 、
打骂； 不要口含食物或玩具
玩耍 。 一旦发生异物吸入 ，
一定要及时就医。

本报通讯员 梅舒

本报讯 （通讯员 陈玲） 老年斑是常出现在老年
人面部的 “斑”。 然而 00 后的姑娘小李却因面部出
现大拇指指甲盖大小的褐色斑块， 在长沙市第三医
院皮肤科被诊断为 “老年斑”。

“医生你有没有搞错！ 我才 20 岁出头， 怎么
可能长老年斑？！” 小李一脸不敢置信。 “名字虽是
‘老年斑’， 但可不是只有老年人才会长哦。” 该院
皮肤科副主任张英博解释， 老年斑的医学术语是脂
溢性角化病， 这是皮肤自然衰老的一种表现， 同时
也与皮肤受长期慢性的紫外线照射引起的光老化有
关， 是老年人最常见的良性表皮增生性肿瘤。

脂溢性角化病最开始一般出现在颜面部， 表现
为扁平、 境界清楚的浅黄或浅褐色斑点； 随着时间
的推移， 斑点越长越大， 颜色也可能越来越深， 并
可从皮肤表面凸出来。 小李由于工作缘故经常熬夜，
平时也疏于做防晒措施， 因此老年斑 “找上门” 来。

张英博提醒， 想要预防脂溢性角化病的发生，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需做好防范， 出门前涂抹防晒霜，
同时辅以墨镜、 口罩、 遮阳伞等物理防晒手段； 不
要熬夜， 平时注意多吃富含维 C 和维 E 的食物。

本报讯 （通讯员 卢浩） 90 岁高龄的杨奶奶几
天前一早起床时腰部突然剧烈疼痛， 一开始， 杨奶
奶以为只是普通腰痛， 但吃了几天止痛药后症状却
半点没有缓解。 近日， 子女送杨奶奶来到湖南省职
业病防治院就诊。 完善检查后， 杨奶奶被确诊为腰
椎压缩性骨折并收治入院。 该院疼痛科主任刘水平
为杨奶奶行 “腰 1 椎体经皮椎骨成形术”， 术后杨
奶奶腰痛症状大为改善， 次日即可轻松下地行走。

刘水平介绍， 腰椎压缩性骨折好发于中老年群
体， 与骨质疏松密切相关， 以剧烈腰背痛伴活动受
限制为主要表现。 特别要注意的是， 对于有严重骨
质疏松的患者， 过度弯腰甚至咳嗽、 打喷嚏、 用力
排便都能引起骨折。

如何预防腰椎压缩性骨折， 刘水平建议： 一是
科学补钙。 光吃钙片， 吸收率低， 需同时补充维生
素 D3 促进钙的吸收， 但也要谨防过量补钙。 二是
增强骨质。 遵医嘱服用抑制骨质丢失的药物或者促
进骨质形成的药物。 三是适当锻炼。 锻炼骨的弹性
和韧性及减少肌肉的萎缩。

����近日， 永州市江永县组
织医院医护人员来到学校、
幼儿园， 向孩子们普及卫生
健康知识， 帮助他们养成良
好的卫生习惯。 图为医护人
员为江永县第一小学学生们
演示“七步洗手法”。

通讯员 田如瑞 摄影报道

比虎口拔牙更险 医生气管“拔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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